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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元地摊货摇身一变成大师之作卖60多万

  ● 为了实施诈骗，谢留卿犯罪集团设计了一套极具蛊惑性、欺骗性的诈骗套路，环环相扣，被害人根

本没有招架之功，像是走进了迷宫，最终钱财被骗尽，甚至卖房、借高利贷购买

  ● 通过虚构产品作者、生产工艺、拍卖记录、馆藏记录等，虚构授权、监制、出品、鉴定、防伪等证书，

让被害人误以为产品是大师亲自制作，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

  ● 这类犯罪以中老年人为目标群体，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实施诈骗，反复诱骗被害人购买涉案产品，

或者向同一被害人多次推销，以致多名被害人债台高筑、卖房还债，给家庭、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案件的

依法审判，维护了公平正义

解构谢留卿犯罪集团以公司经营模式销售“藏品”实施诈骗套路

□ 本报记者 李光明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备受关注的谢留卿犯

罪集团诈骗一案尘埃落定。

  5月22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二

审进行公开宣判，以诈骗罪判处谢留卿有期徒刑十五

年，并处罚金一千五百万元；判处刘艳芳等43名被告

人有期徒刑十二年至拘役六个月不等刑罚，并处罚

金；对陈丹等11名犯罪情节轻微的被告人免予刑事处

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王梦阁等8名被告人

宣告无罪。

  2012年以来，以谢留卿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

以公司为掩饰，以虚构价值或升值空间的所谓“藏品”

为诱饵，采取虚构产品限量稀缺、权威发行、名家亲

作、冒充拍卖行、承诺回购、合买投资、虚假代持等一

种或多种组合式、渐进式的销售套路，通过分工协作、

相互配合、层层设套、步步引诱等方式，诱骗被害人购

买产品实施诈骗，骗取安徽、黑龙江、北京、内蒙古等

近20个省（区、市）众多被害人钱款共计1670余万元，

致使很多被害人倾家荡产、债台高筑、妻离子散，到了

走投无路的境地。

  谢留卿诈骗犯罪集团以公司经营模式销售“藏

品”实施诈骗，极具欺骗性、隐蔽性、危害性。《法治日

报》记者对案件进行深入了解，解构其诈骗套路，以期

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此类犯罪的骗术，避免上当

受骗。

实施“套路式”诈骗

让被害人深陷其中

  “想都想不到，仅仅通过看电视广告买了一次纪

念品，就被缠上了，在销售顾问的诱骗下，不停地购买

他们推荐的中金公司‘藏品’，直到发现上当受骗。可

惜此时已经晚了，我们中很多人已经被骗得倾家荡

产，生活陷入困境。”很多被谢留卿犯罪集团诈骗的被

害人回忆起被骗的经历，仿佛做了一场挥之不去的

噩梦。

  被害人秦某龙在陈述中说，自己曾在网上购买过

中金公司的瓷瓶，此后不久就有自称是中金公司的销

售顾问联系他，推销各类所谓“藏品”，以“藏品”出自

大师之手、限量稀缺、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几倍甚

至几十倍升值空间为由，诱使他购买。

  “有时候我对推销的‘藏品’比较犹豫或表示没有

钱购买，就会有自称拍卖行的人联系我，称拍卖行正

准备举办一次拍卖会，问我手里有没有相关‘藏品’，

并告知这些‘藏品’可以拍出的价格，而所谓的‘藏品’

正是此前向我推销的产品。他们在极力夸大收藏价值

的同时，还表示会帮我安排拍卖，促使我借钱、贷款购

买。”秦某龙说，然而，真正找这些拍卖行的人要求拍

卖时，他们又会找各种理由推脱，最后干脆联系不

上了。

  被害人哪里知道，这些不过是谢留卿犯罪集团诈

骗套路的某个环节罢了。为了实施诈骗，该犯罪集团

设计了一套极具蛊惑性、欺骗性的诈骗套路，环环相

扣，被害人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像是走进了迷宫，陷入

诈骗的套路难以自拔，最终钱财被骗尽，甚至卖房、借

高利贷购买。

  这套骗术围绕骗取客户（被害人）购买“藏品”为

中心，设计“话术”体系和诈骗流程。对外销售“藏品”

统一以“北京中金收藏”名义，公司（犯罪集团）设立人

事部、策划部、接线部、核单部、市场部、质检部等部门

相互配合，实施诈骗：

  先是通过收集到的信息，对客户的购买力、收

藏兴趣爱好等进行详细分类并跟踪；再由客服人员

按照犯罪集团培训的“话术”方案，从培养与客户的

所谓“感情”开始以获取客户信任，通过在电话推销

和微信聊天推销“藏品”，用稀缺、具备收藏价值、可

迅速升值等常规诈骗虚假“话术”对被害人反复洗

脑；如果常规诈骗手段未能得逞，当客户犹豫不决

时，客服人员再使用承诺回购或帮助拍卖、谎称合

买、冒充外地拍卖行等特殊手段，瓦解客户的心理

防线，坚定被害人的购买意志，最终达到诱骗客户

购买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该犯罪集团各部门在实施诈骗过

程中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一整套环环相扣、步

步为营、缺一不可的“套路式”诈骗流程。

  “公司‘话术’是策划部编辑的，主要是介绍‘藏

品’作者的技艺高超，社会地位高、威望高，体现很稀

缺、收藏价值很高，让客户觉得可以投资，以后可以卖

出高的价格。”该犯罪集团客服二部主管常某在供述

中称，客服使用的特殊“话术”有“抢名额”“冒充同

行报高价”“冒充公司高层”“冒充拍卖行”等，“公司

要求每个客服部门都准备几个外地手机，平时放在

部门总监那里，用于客服人员模仿外地同行打电话

给客户，冒充外地同行、冒充外地拍卖行人员报高

价。据我所知，公司从来没有回购或帮助客户拍卖

过‘藏品’。”

  为便于实施诈骗以及逃避查处和打击，谢留卿先

后在郑州、北京等地以他人名义设立多家公司，并以

“北京中金收藏”名义进行销售，有意隐瞒公司实际经

营地点等真实情况，不以公司的名义向被害人开具发

票；隐瞒员工真实信息，不以中金鼎盛公司名义与员

工签订劳动合同，甚至使用魔音手机，统一使用化名，

欺骗被害人；通过使用“话术”拖延退货、拉黑客户等

方式处理“问题客户”，使被害人退货无路、维权无门，

最终实现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

虚构事实名人站台

大路货变稀缺藏品

  尽管谢留卿犯罪集团设计了一套看似天衣无缝

的诈骗套路，但是仍然有不少被害人一开始并没有轻

易上当。

  摧毁这些被害人最后防线的，除了客服人员巧舌

如簧的“话术”外，还有一些“眼见为实”的骗局和那些

以假乱真的“藏品”。

  被害人李某智在陈述中说，中金公司一个自称叫

“李冰”的销售顾问开始向他推销产品时，自己不是很

相信。在“李冰”邀请下，他和妻子去山东参加了齐白

石后人举办的展会，“李冰”在场接待，让他相信中金

公司是一家正规的公司。此后不久，“李冰”又邀请他

参加在北京鸟巢举办的徐悲鸿诞辰120周年展会。在

这次展会上，“李冰”向他推荐了一套“××瑰宝大全

套”邮票，称市场价是三四十万元，展览优惠价168000

元，只有几套，如果不买就会被别人买走，他经不住诱

惑现场刷卡购买了一套。

  此后，李某智对中金公司深信不疑，总共花200万

元左右购买了100多件“藏品”，直到公安机关上门调

查了解情况，他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这些钱除了家

里积蓄外，大部分是李某智借的，现在房子还抵押在

银行。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谢留卿犯罪集团案二审

宣判这一天，便去世了。

  找名人站台，利用名人效应提高可信度，是很多

诈骗公司的惯用伎俩，谢留卿犯罪集团也不例外。中

金公司经常在北京举办一些展会，邀请一些知名运动

员、影视明星、知名书画艺术家等参加活动，以此让人

们产生错觉，“这些名人都来了，他们销售的‘藏品’应

该是货真价实的”。

  眼见的不一定是真相，更加迷惑被害人的还有那

些以假乱真的所谓“藏品”。

  徐某云在江西景德镇瓷器市场经销瓷板画、瓷器

等。他在证言中说，谢留卿看中了他店里卖的一款普

通瓷板画《湖山烟云》，让他批量生产，“谢留卿自己再

去找占某某冠名、监制”。所以，《湖山烟云》这个产品，

画是不同画师流水线作业手绘的，占某某的签名是印

刷上去的，“最后做好的产品由谢总（谢留卿）拿给占

某某把关，在监制、创作证书上签字”。

  徐某云还根据谢留卿的要求，为他生产了一款

《吉祥如意》瓷板画。

  与此同时，谢留卿还看中了徐某云隔壁店的瓷板

画。该店主吴某松在证言中说，谢留卿看中了其店里

卖的瓷板画《花开富贵》和瓷瓶《瑞雪兆丰年》，定制了

300个左右。同样由吴某松生产，谢留卿找占某某监制

并出具签名证书。“占某某不参与产品的制作，他没有

来和我对接过生产产品的事情。”

  如此，由这三个山水题材的瓷板画组成的所谓

“粉彩三绝”便成了稀世难得的“藏品”，身价涨了百

倍。有证据表明，有位广州买家竟花了6 7 . 8 万元

购买。

  “这个瓷板画我只设计了样式，不是我制作的。我

稍微把这三个作品的色彩、构图微调改良，交给他们

生产，原版是外面来的。我没有参与生产过程，东西是

怎么做的，在哪里做的，什么工艺我都不清楚。创作证

书上面的名字是我签的，印章也是我自己盖的。”占某

某在证言中说，这三个瓷板画的原版是华阳风格的，

“华阳是我们这里的一个陶瓷市场，我们管他叫‘大路

货’，路边摊卖的东西”。

  占某某还在证言中表示，“粉彩三绝”没有升值空

间，这些都是几百个上千个批量生产的，艺术价值也

不高，就是给普通老百姓买回家看看的，不属于收藏

范围。

  让普通的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的大路货、地摊

货，摇身变成大师之作、稀缺限量的“藏品”，到这里还

不算完，在销售环节还会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

作，对作者进行虚假包装，对“藏品”的收藏价值、升值

空间进行虚构等。

  经法院审理查明，谢留卿犯罪集团虚构产品价值

或升值空间的主要方式有：虚构产品作者、生产工艺、

拍卖记录、馆藏记录等，虚构授权、监制、出品、鉴定、

防伪等证书，虚构作者名气、头衔、成就等。谢留卿等

人让大师在印好的产品证书上签名，冒充其作品，同

时谢留卿安排策划部人员虚构大师作品的拍卖价格，

或者虚构该作品已经被某博物馆收藏，让被害人误以

为产品是大师亲自制作，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

空间。

  “某些字画的作者仅是普通画家或业余爱好者，

谢留卿对其进行包装，宣称其是中国国画研究院副院

长、徐悲鸿的再传弟子等虚假头衔，虚构其作品被北

京首都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永久馆藏，几

十家权威媒体对其进行专访，其作品曾被拍出几十万

元高价等，让被害人相信该画家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收

藏价值和升值空间。”有证据显示，两幅仅值200元左

右的画作，他们实际销售的价格高达60余万元，相差

3000倍，一些所谓“大师”等名头都是谢留卿犯罪集团

一手包装的。

  谢留卿犯罪集团被查后，一位曾被包装成“大师”

的作者，因在北京摆地摊卖画已经难以度日，检察机

关找到他调查取证时，他正在老家种地。

  调查显示，谢留卿犯罪集团用以诈骗的“藏品”基

本上都是采用这样的套路问世的，从几百元、上千元

的地摊货摇身一变成了大师之作，身价几十倍上千倍

地暴涨，为该集团实施诈骗打下了基础。

贯彻宽严相济政策

二审依法改判有罪

  “我是一名门卫，一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被中金

公司客服‘忽悠’购买了‘藏品’，花光了全部积蓄，还

用房子抵押贷款购买。现在房子被卖了还贷款，只能

租房住。”被害人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居民陈

某进说，儿子因智商低生活不能自理，听客服说“藏

品”能赚大钱，就想买了以后拍卖赚了钱留给儿子

养老。

  像陈某进这样抱着致富心理购买“藏品”的被害

人不在少数，他们中很多人被骗得一贫如洗、债台高

筑，积蓄被骗光、房子被抵押不说，有的妻离子散甚至

含恨去世。

  而谢留卿犯罪集团却“挣得”盆满钵满，作为犯罪

集团的首要分子、各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谢留卿自

不用说。犯罪集团其他成员按照职务、分工也获得了

巨额不义之财。公司总经理刘艳芳供述称，2015年其

拿了70万元左右，2016年拿了200多万元。

  “总监的提成是整个部门销售业绩的1%。我从

2015年开始任总监，一年收入是30多万元，有一年的

收入50多万元，平均一年收入40多万元。”客服二部总

监刘某供述说。

  除了客服人员主要拿销售提成，100万元可以提

成十几万元外，送货上门的配送员收入也很可观。配

送员朱某恩供述称，每月保底2750元，送货还有提成，

每月提成七八千元，此外上门推销也能拿提成。

  在发现被骗后，2016年10月27日，被害人陈某进向

繁昌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谢留卿犯罪集团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浮出水面。

侦查、起诉、审理期间，又有全国各地的被害人报案，

涉及安徽、黑龙江、北京、内蒙古等近20个省（区、市），

诈骗金额高达1670余万元。

  2018年8月15日，繁昌县人民检察院向繁昌县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谢留卿等63人犯诈骗罪。

2021年2月1日、3月12日，繁昌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谢

留卿、刘艳芳等21人有罪，对42人宣告无罪。

  一审判决后，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

诉，21名被告人提起上诉。二审立案并案审理后，检察

机关指导公安机关补充了大量证据。二审期间，芜湖

市人民检察院共提交卷宗66本，补充了大量文字、电

子、视听等证据。

  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1月20日，芜湖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历时40天，2名被害人

诉讼代表人、60名原审被告人以及辩护人参加庭审。

  2024年5月22日，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谢留卿等

63人诈骗抗诉、上诉一案进行二审宣判。法院认为，谢

留卿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实施多起诈骗活

动，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本案参与人数众多、主要成

员稳定、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形成以谢留卿为首要分

子，刘艳芳、张红芳为主犯，其他参加者为一般成员的

犯罪集团。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证据，综合考虑各

被告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作

出前述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42名被告人

中，有34人被改判有罪；刘某婷等4人一审认罪认罚被

宣告缓刑，但在二审庭审中翻供，均被判处三年有期

徒刑。

  “我们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区分案件

性质、情节，坚持全案考察、综合衡量、精细权衡，当严

则严，当宽则宽。在一审判决基础上，对犯罪集团首要

分子谢留卿增加两年有期徒刑，其他主犯也适当增加

了刑罚；一些从犯适当减轻了刑罚，或宣告缓刑；有11

人免予刑事处罚，8人宣告无罪。”合议庭法官说。

  合议庭法官介绍，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的

一项重要原则，即被告人提出上诉的刑事案件，第二

审人民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以此保障被告人

依法行使上诉权，以利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我国刑事

诉讼法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

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

人的刑罚。但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

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本案一审宣判后，检察

机关对全案提出抗诉。检辩双方均提供了大量新证

据，二审法院经庭审举证、质证，依法认定本案构成诈

骗犯罪集团，增加认定部分被告人构成诈骗罪并依法

予以改判，符合法律规定。

  随着谢留卿犯罪集团诈骗一案二审终审，围绕此

类新型犯罪的争议也将告一段落。这类犯罪以中老年

人为目标群体，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实施诈骗，反复诱

骗被害人购买涉案产品，或者向同一被害人多次推

销，甚至明知被害人家庭境况差需要借贷，仍持续对

其实施诈骗，以致多名被害人债台高筑、卖房还债，给

家庭、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案件的依法审判，维护了

公平正义。

漫画/李晓军  

□ 李光明

  人们对“套路贷”犯罪深恶痛绝。其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以借贷为幌子，诱骗或者迫使被害人陷

入借贷圈套而不能自拔，暴力催收吸干榨尽被害人的财产，其手段恶劣程度，人人喊打。

  谢留卿犯罪集团实施诈骗，采用的同样是虚构所谓“藏品”的价值和升值空间，设计了像迷宫一样的套路，让受害人

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被形象地称为“套路卖”。

  这种“套路卖”诈骗堪比“套路贷”，就是以“藏品”为诱饵，编造一套环环相扣的套路，诱使被害人购买，骗尽其所有。虽没

有暴力色彩，但是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并不亚于“套路贷”。

  “套路卖”诈骗的欺骗性很强，何况是对艺术品、收藏知识基本上一窍不通的被害人。“套路卖”的欺骗性不仅仅在于犯罪集团

有一套蛊惑性的“话术”，还有那些以假乱真的“藏品”和眼花缭乱的骗局。

  而这正是“套路卖”诈骗的“精髓”所在。通过虚构产品作者、生产工艺、拍卖记录、馆藏记录等，虚构授权、监制、出品、鉴定、防伪

等证书，虚构作者名气、头衔、成就等，让被害人相信所谓“藏品”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营造出很快就能拍卖赚大钱的预

期，致使很多被害人倾尽所有购买，被骗得一无所有。

  “套路卖”诈骗隐蔽得很深，很难被识破。谢留卿犯罪集团采取公司经营的方式销售“藏品”，表面上是正规公司，实际上是为其

诈骗行为披上“合法外衣”。

  更为隐蔽的是，犯罪集团人员分工协作、相互配合，使用虚构产品限量稀缺、权威发行、名家亲作、承诺回购、合买投资、虚假

代持等一种或多种组合式手段，通过自导自演“抢名额”“冒充同行报高价”“冒充拍卖行”等骗局，瓦解客户的心理防线，坚定

被害人的购买意志，最终达到诱骗客户购买的目的。

  “套路卖”诈骗危害性很大，很多被害人被骗得倾家荡产。一些被害人禁不住骗术的诱惑购买“藏品”，出于收藏目的

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被害人购买“藏品”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宣传中所说的能够快速升值赚钱。尤其是很多被害人

想以此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甚至是为了给患病、残疾的孩子多留下一些生活保障。结果钱被骗光了，房子也抵

押还债了，甚至还欠了高利贷。

  特别可恶的是，谢留卿犯罪集团以中老年人为目标群体，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实施诈骗，反复诱骗

被害人购买涉案产品，或者向同一被害人多次推销，甚至明知被害人家庭境况差需要借贷，仍

持续对其实施诈骗，给被害人的家庭乃至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套路卖”诈骗可以说是一种新类型犯罪，很多人还很难识破其中的“骗

术”，必须坚决予以打击，让其没有生存空间。谢留卿犯罪集团一

案二审宣判，就是对坚决打击这类犯罪的宣示，有

力维护了公平正义。

打击“套路卖”诈骗
有力维护公平正义


